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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国家标准《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交付标准》，针对设计业务特点，进一步完善市政工程信息模型的交付
准备工作。

采纳
针对深圳市交通建设工程应用特点和BIM应用实际现状，明确为只
交付设计模型

进一步细化市政工程信息模型附带的图纸、分析报告、专业统计结果等交付成果的交付要求，形成针对不同的
专业、不同阶段具体的交付清单。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过程中已调整为聚焦模型交付，其他模型关联交
付成果不作强制性要求。

《深圳市市政隧道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一、意见采纳情况
    2019年8月，市交通运输局就《深圳市市政隧道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以下简称“本标准”）（内部征求意见稿）向市发展改革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建设局、水务局、建筑工
务署、前海管理局、各区政府（新区、合作区管委会）等多家单位征求意见。共收到17家单位反馈意见64条，其中采纳46条，部分采纳3条，未采纳15条。
    2019年11月，市交通运输局就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再次向市发展改革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建设局、水务局、建筑工务署、前海管理局、各区政府（新区、合作区管委会）等多家
单位征求意见。共收到17家单位反馈意见24条，其中采纳7条，部分采纳2条，未采纳15条。
    2020年1月，交通运输局在其官网就本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未收到反馈意见。
二、本标准编制思路是：根据既有的设计文件编制规定和设计标准要求，形成标准化的三维模型数字化交付标准。对于现有规范中已有的条文，且满足本市使用需求，则不再进行复述。
    主要针对三个方面进行编制：
    1.模型精细度指标体系：对模型精细度等级代号及其对应几何信息要求、非几何信息要求作出明确规定；
    2.模型交付要求：通过附录明确规定各阶段应交付的模型内容与信息要求；
    3.注重全生命周期应用与交付的衔接。

第一次征求政府部门意见

1 市建筑工务署

交付成果宜结合成果应用的需要，细分工程技术应用、管理应用、报批报建等交付要求。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过程中已调整为聚焦模型交付，其他以模型为基
础开展的应用内容暂不作要求。

电子文件夹结构层次不宜过多,标段信息建议放在专业之前 未采纳
电子文件夹结构层次有利于开展项目群管理，在设计阶段标段划
分仅会在施工图阶段才出现，不建议放在专业前

建议补充对所有信息的查阅和使用要求 未采纳
标准中建议交付过程在协同平台中开展，在平台中已对查阅、使
用权限有相关限制；若采用其他方式交付，则查阅和使用已脱离
控制，补充相关要求的意义不大。

3 深汕特别合作区 第6.2.2条信息模型执行计划包含内容中增加项目各具体阶段的时间节点。 未采纳 相关要求中已提及需明确项目进度计划安排。

建议补充整体作业流程规范。本项目涉及市政道路工程全生命期的应用，各环节的信息模型需要有一个整体的
流程约束规范，以确保各环节工作可有效协同及把控工作质量。

未采纳
具体作业流程规范应在应用指南中阐述，不应在标准中过多提及
。

建议补充详细的协同管理平台的技术规定。目前的协同管理平台的要求是从功能层面进行描述，并未对成果提
交、管理等协同工作给出具体说明。

未采纳
具体作业流程规范应在应用指南中阐述，不应在标准中过多提及
。

建议在审核要求中增加质量要求部分。应进一步明确市政工程信息模型质量检查内容以及判定标准。 未采纳 已在审核要求中提出原则，具体要求应在应用指南中再详细阐述

建议明确具体的工程坐标系要求；此外，我局负责建设的深圳市可视化城市空间数字平台将承载全市域范围内
的BIM数据，市政工程信息模型是城市级BIM的重要内容，需全量纳入到可视化城市空间数字平台，建议作好城
市级BIM标准的衔接工作。

采纳 已明确坐标系要求

产品模型中包含的族信息交付，需要可编辑，并参数化 未采纳
因市政工程结构的特殊性，难以完全做到参数化，不宜作强制要
求

所有最终交付BIM模型工程文件都具有离线状态下的可编辑属性 未采纳
具体交付格式和要求应在项目需求书中明确，不宜在标准中作强
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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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市政道路均配置有人行道及自行车道，建议增加道路人行道、自行车道、缘石相关设计信息及对应
的信息深度等级内容

未采纳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只是对道路功能的划分，从道路
组成的本质而言没有实质性差异，应具备的几何要求和属性要求
基本一致

为指导实际设计建设工程工作，建议各标准之间进行横向对比，确保各类设施及模型对象在各个标准内的具体
信息深度、单位/描述/取值范围等内容要求保持一致。

采纳 均按2013版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编制

国标《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2018）与本标准的关系是上位标准与下位标准的关系，对
于引用国标的内容，除了有差异的内容，建议给出引用说明即可，如几何表达精度的等级划分Gx（表5.3.2）
、信息深度等级划分Nx（表5.4.2）。

部分采纳
本标准国标《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2018）
适用工程类型存在差异，并非上位标准与下位标准的关系；可直
接引用部分在标准中已不再重复提出

标准中还存在较多的文字错漏、用词不统一等问题，请复核标准全文，对文字表达方面进行检查与修改。 采纳 已修改

3.2.3中第1点电子文件夹的名字内容应补充版本号。 未采纳
文件夹中包含多个文件，可能只会对某个文件进行修改，因此对
整个文件夹增加版本号不符合实际情况

3.3.5中提供了主版本号和子版本号，正文或条文说明中应给出二者的区别，或在条文说明中给出示例。 采纳 已补充

 6.1.2中规定的交付物，建议增加交付说明书，并增加相关说明。 未采纳
模型的来源与要求已在项目需求书和执行计划中明确，而相关版
本变化有对应说明书，交付审核过程有相关报告，已足够说明相
关情况

6.2.2中给出了“执行计划”应包含的相关内容，但缺乏与计划性内容相关的描述，如执行计划在各阶段何时
制定、计划的控制管理要求等，建议补充。

未采纳
具体计划何时制定、计划如何控制应为应用指南的内容，不属于
交付标准的范畴。

附录I，根据《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号）第三十七条规定，附录号不得采用I、O、X三个
采纳 已修改

5 福田区人民政府

附录 ，根据《 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 建标[ ] 号）第 十七条规定，附录号不得采用 个
字母。

采纳 已修改

3.3.4中给出版本号采用V与正整数组合标识，但3.2.3条文说明中的版本号为V3.0，可修改为“大写英文字母V
与数字的组合”。

采纳 已修改

本标准是关于市政隧道工程的BIM设计交付标准，但正文部分的相关条文与国标《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GB/T 51301-2018）存在较多的重复内容，市政隧道工程的特点不够突出。建议作适当修改。例如，市政
隧道工程的协同管理。又如，正文部分有时用“市政隧道信息模型”，有时用“模型”，容易认为“模型”是
一般工程的模型。

部分采纳
市政隧道工程的特点主要在于对市政隧道的组成和对应的信息交
付要求。对用词进行了统一。

3.1.4 关于设计变更的规定建议放在3.1节的最后。前面给出一般要求，最后定义变更时的情况。 采纳 已修改

3.2.3各点的顺序有误，应根据电子文件命名的顺序调整，根据目前各点的内容，顺序建议为1、2、3、4、7、
5、8、6。

部分采纳 已调整部分顺序

4.4.4与4.4.5均给出了协同平台的相关功能，建议合并。 采纳 已修改

5.2.7中第一次出现“附录B”，但第一次出现“附录A”的地方为“5.3.5”。建议按照先后出现顺序标识附录
编号。

采纳 已修改

5.3.7中为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且条文说明中定义“几何和信息”，但5.3节主要定义“几何精度要求”，应修
改以保持一致。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已调整指标体系，不再使用G-N，相关条文已删除

表5.4.1-1中的字母简称与《深圳市市政管线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表5.4.3中的不一致，前者用英文简称，
后者用拼音简称，请复核并统一。

采纳 已修改

6.2.3中给出“市政隧道信息模型”的相关要求，而6.2.9-6.2.11给出了不同阶段的模型要求，前后两部分均
规定了模型的要求，建议合并统一。

采纳 已删除

请确认表A.0.2中隧道装修的“出地面构筑物”是否应该归类到“隧道建筑”中。 采纳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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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0.3中“顶管衬砌圆环”可进一步分为矩形顶管、圆形顶管。 未采纳
虽然有区分类型，但应具备的信息是一致的，分开列的必要性不
大

附录A中各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表中，方案设计阶段均为“G1-N1”、初步设计阶段的均为“G2-N2”、施工
图设计阶段的均为“G3-N3”，应根据不同专业构件的重要性加以区分，有些次要构件在方案设计阶段不会出
现，此时应为无或者填入“—”；有些次要构件在初步设计阶段可能是“G1-N1”。建议修改完善各专业深度
表。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已调整指标体系，不再使用G-N

表B.1.1中多个构件的G3要求仅为“应建模”，但上一等级的G2有建模的具体要求，请补充说明G3中应建模的
要求。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已调整指标体系，不再使用G-N

表B.2.2中密封胶、防水涂料等G1-G3均为“宜以二维图形表示”，G1-G3是不同的等级划分，若内容一致，建
议采用一个等级即可。其他表中的个别构件也有类似问题。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已调整指标体系，不再使用G-N

表B.3.1中的风阀、风管附件等的G2、G3均为“应建模表示设备尺寸及材质”。问题同上。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已调整指标体系，不再使用G-N

附录B中给出不同构件的G1、G2、G3等要求，但正文5.2.5中给出了G1-G4的等级划分，二者有明显的差异，请
确认二者之间的关系。若正文5.2.5是一般性要求，附录B是结合构件的具体情况，在正文或条文说明中应给出
说明解释。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已调整指标体系，不再使用G-N

表F.2空调系统中多个构件的表格中定位信息中出现“起点桩号”、“终点桩号”，请修改确认。构件的定位
信息给出位置坐标即可。其他构件中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请复核。如表G.3.4管道补偿器、表J.1.1工作站。

采纳 已修改

“引用标准名录”中，各标准的格式不统一，有些标准有书名号，有些没有，标准的标准号有些不全。第4、5
个标准为公路标准，请确认本标准是否引用参考。

采纳 已修改

1.0.3 句末应修改为句号。 采纳 已修改

6 市住建局

3.2.3中“电子文件夹”应修改为“电子文件”，电子文件夹的结构已在3.2.2中描述。 采纳 已修改

4.1.6与4.1.4表达的含义有重复。 采纳 已修改

4.4中出现“协同平台”、“协同管理平台”，请统一。 采纳 已修改

4.1.1 中的名称为“市政隧道工程信息模型”，但其他地方大部分为“市政隧道信息模型”，第4章中均有类
似问题，请统一。

采纳 已修改

4.1.2 第4点中“临时尺寸度”，请确认该词组是否准确。 采纳 已修改

5.1.4中出现“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等词，但第2章中的术语为“几何属性”、“非几何属性”，请统一。根
据国标的几何表达精度等级和信息深度等级规定，建议统一为“几何信息”、“属性信息”。

采纳 已修改

5.1.8 中出现的“几何精细度”和“属性信息深度”与第2章术语不同，且与国标的名称不同，建议修改统一
。另，5.3中出现“几何精度”，应统一修改为“几何表达精度”。

采纳 已修改

表5.2.2-1中 LOD4.0的“详细的构建组成”应为“详细的构件组成”。请复核标准其他地方。 采纳 已修改

5.4.6中出现“宜宜”，请删除一个“宜”。 采纳 已修改

6.2.4中“模型内容”与5.2.3的内容重复，建议删除6.2.4部分。 采纳 已修改

表A.0.3最后一个模型单元无定义，请补充。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已调整指标体系，不再使用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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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0.4中“NO2过滤器”的数字应改为下标。 采纳 已修改

表B.1.1中窗的G3中出现“门楣、门槛”等门构件组成，请修改。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已调整指标体系，不再使用G-N

表B.1.1中通道的G1、G2、G3中均有“宜以二维图形表示”，请修改。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已调整指标体系，不再使用G-N

表B.1.1中“隧道光过渡”应为“隧道光过度”。 采纳 已修改

表B.3.2、表B.3.3等表格中多处出现“应建模表示构建实际尺寸及材质”、“应建模表示构建实际尺寸、材质
、连接方式等”，其中“构建”应修改为“构件”。其他表示也有类似问题，请复核。

采纳 本标准后续修改已调整指标体系，不再使用G-N

附录C中技术等级的枚举值均为公路，请修改。 未采纳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的分级同样适用市政道路

表D.1.2中出现两个坐标信息，请删除一个。 采纳 已修改

表D.1.5中部分属性没有参数类型，如工作环境、防火等级等。 未采纳 文本类型的参数无法给出“单位/描述/取值范围”的描述

表E.1.1中配筋信息的参数类型为“数值”，单位为“mm”，请修改。 采纳 本次修改有遗漏，后续修正

表E.1.12中部分属性未定义深度等级。 采纳 已修改

表E.2.15的标题“胶止水带……”应为“橡胶止水带……”。 采纳 已修改

表E.2.16的标题“胶模型信息……”应为“密封胶模型信息……”。 采纳 已修改

表E.3中“钢板橡胶（丁基橡胶）腻子止水带”的信息深度表应为表E.3.11。 采纳 已修改

1 福田区人民政府 增加道路人行道、自行车道、缘石相关设计信息及对应的信息深度等级内容 采纳
道路标准附录A增加人行道、自行车道功能分区，并增加路缘石、
人行道铺装砌块等信息要求；隧道标准进行引用，不再重复

2 宝安区人民政府
修改为“6.3.2业主应委托专业单位对模型进行审核，由专业单位出具审核意见。模型经修改且通过再次审核
后，应由模型的编制及审核单位共同签章确认形成报告，一并交付业主留档”

未采纳
1、模型审核由业主或业主委托的咨询单位审核，咨询单位的审核
也视为业主审核。2、模型使用单位如施工单位、构件加工单位也
应参与审核。3、业主不一定委托专业单位。

3 南山区人民政府
建议按工程规模及等级分级管理。小规模工程建议不纳入信息模型管理系统，同时明确信息模型设计收费标准
。

未采纳

BIM设计将逐渐成为一种设计习惯及基本需求，将不存在规模大小
影响的情况；而且数字交付对于深圳打造数字城市有极大的促进
作用，不应限定规模大小；若后续政府部门有出台相关文件，则
参照文件执行。BIM设计收费标准不属于交通局权力管辖范围，故
不在本标准编制范畴。

建议统一各设计交付标准中关于“信息模型”和“模型元素”术语的解释 未采纳
现阶段“信息模型”和“模型元素”术语解释已予以统一。若删
去信息模型前的各专业定语，容易让使用者发生理解偏差。

建议专业代码与GB/T51301-2018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保持一致 未采纳
国标设计交付标准主要面向工用民用建筑，虽然与隧道的建筑、
结构等专业叫法相同，但包含的内容存在较大差异，不建议保持
一致。

第二次征求政府部门意见

4 市水务局



序
号

反馈单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情况说明

为几何表达所包含的信息做一下归纳；附录里有信息深度术语，应给予定义。
1.增加几何信息 Geometric Information
建筑信息模型内部和外部空间结构构造的几何表示。
2.增加非几何信息 Non-Geometric Information
除几何信息之外的所有信息的集合。包含模型内置信息和与模型关联的外置信息两类。
3.增加信息深度 level of Information detail
模型单元承载属性信息详细程度的衡量指标。

部分采纳
增加几何信息、非几何信息的定义，原条文属性信息改为非几何
信息；条文中没有涉及非几何信息的内容，对信息深度也没有作
像国标设计交付标准设置等级，因此不予以增加相关术语定义。

应与国标GBT51301-2018保持一致。按国标GBT51301-2018中精细度代号LOD1.0、LOD2.0、LOD3.0、LOD4.0进行
划分。

未采纳

国标的LOD1.0-4.0与模型单元有关，本标准未采用模型单元概
念，且本系列标准的LOD100-300与阶段关联，并对各阶段的几何
、属性等信息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二者之间的内涵有显著差异，
统一代号的意义不大。已在相关术语中补充条文说明

应与国标GBT51301-2018保持一致。按国标GBT51301-2018中信息深度等级N1、N2、N3、N4进行划分，而非
LOD100、LOD200、 LOD300。

未采纳
国标的信息深度等级未给出明显的界限，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难以
适用，LOD100-300对各设计阶段的几何、属性等信息进行了明确
的界定，有利于实施与交付，也可与施工标准顺接。

标准编号与名称不符合。国标GB/T51235-2017名称应改为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部分采纳 原文引用标准名称正确，标准号应为GB/T 51301-2018

2.0.3 “设计阶段” 拟表达的内容与《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2018中的术语“设计阶段”
表达的内容不一致，建议征求意见稿根据拟表达内容的意思对该术语进行调整，以免混淆。

未采纳
经编制组内部讨论，工程技术人员对设计阶段已有较为明确的认
知，且标准总则中已提出适用的设计阶段，因此本术语予以删除
。

2.0.5 “模型精细度”英文“level of model development”，语意表达似不够贴切，建议修改为：level of
model definition。

未采纳

本标准模型精细度定义主要采用美国LOD（level of
development）的定义，主要强调模型的精细度是一个发展的过
程，与国标施工应用标准基本一致。本标准为避免版权问题，进
行了适度修改。

国标设计交付标准的定义与模型单元有关，本标准未采用模型单

5 市住建局

2.0.5 “模型精细度”拟表达的内容与《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2018中的术语“模型精细
度”表达的内容不一致，建议征求意见稿根据拟表达内容的意思对该术语进行调整，以免混淆。

未采纳
元的概念，因此没必要保持一致。目前国标设计交付标准和施工
应用标准对模型精细度的定义存在差异，本标准模型精细度定义
与国标施工应用标准的定义基本一致。

构件编码规则没有考虑后续施工、运维的编码可拓展性。例如， 在设计阶段1根立柱拥有一个唯一编码，但在
施工深化阶段需根据施工需求将立柱拆分为多段立柱模型，后续需根据运维需求将多段立柱模型进行整合，在
此过程中需对构件编码进行修改及关联， 建议考虑编码的可拓展性。

采纳
施工阶段、运维阶段的编码扩展在对应标准内容中，不属于本标
准范围。已增加条文说明，明确本编码后续可拓展

4.0.2 原文“1 应统一采用深圳独立坐标系统，高程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为推动该要求的落地，建议进
一步研究深圳独立坐标系统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未采纳
目前深圳已形成较成熟的深圳独立坐标系统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
系的转换关系。

5.2.2“1 模型元素的关联关系”在标准正文中未作说明。 采纳
经编制组内部讨论，模型元素的关联关系来源于IFC，关系较为复
杂，且难以在建模过程中予以体现，因此本条文删除。

建议进一步明确成果交付的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 未采纳
本系列标准重点为设计模型的交付，而对于模型成果的交付要求
已在附录中作详细规定，并对相关成果的形成、审核提出了要
求，不宜再确定更深入、更详细的管理要求。

只对属性信息进行规定说明，但未对几何信息和几何表达精度进行更加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建议完善。 未采纳
编制组曾尝试对各构件组成部分在几何信息方面作出详细要求，
但难以突出具体差异，因此仅在第五章对几何信息和几何表达要
求作出原则性规定。

7 市发改委
涉及的市政隧道信息模型除常规的道路、建筑、结构、通风、给排水、消防、电气、监控等专业以外，建议在
模型中补充地形地貌、建设用地红线、隧道影响范围内邻近建（构）筑物、管线及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等方面
的内容。

采纳
涉及地形、地貌、地物、管线、水文、地质的内容在勘察交付标
准中，将补充条文引用勘察标准

6 市建筑工务署



序
号

反馈单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情况说明

术语的选定与本次一并征求意见的其他标准不一致，建议复核 采纳 已修改统一

根据《GB／T 51301-2018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建筑信息模型交付内容可分为建筑信息模型、属性
信息表、工程图纸、项目需求书、建筑信息模型执行计划、建筑指标表、模型工程量清单。本次征求意见的系
列标准相较于国标缺乏属性信息表、工程图纸等内容，建议复核

未采纳
本系列标准主要针对设计阶段模型交付，对于模型的衍生交付物
不再作具体要求

建议在所有设施的基本信息中增加空间地理的经纬度信息和高程信息 未采纳

所有设施建模过程中以路线为主要参考定位基准，而路线与其他
部分构件均用深圳独立坐标进行定位。深圳独立坐标具有与经纬
度转换的公式，若在实际使用中需要转换经纬度，建议在平台中
设置转换公式，避免交付过程复杂化。

目前合作区已初步搭建多维空间地理信息平台，建议以合作区作为试点，基于三维GIS+BIM+IOT多源数据融合
建立道路、管线等模型，验证信息模型设计标准

未采纳 试点应用的选定不在本标准编制范围

表3.2.2-3，建议深圳市政各相关专业应统一专业代码表述。 采纳
现阶段已适度统一，各标准根据专业特点仍有部分差异，后续将
加强统一

附录D-附录J信息深度等级表的模板建议统一。建议“属性组”划分与标准模板一致：身份信息、定位信息、
坐标定位、构造尺寸、组件构成、设计参数、技术要求、成本信息、生产信息等。

采纳
已修改统一。未采用“成本信息”属性名称，改为“工程量信息
”，只填量不填价

8

9

前海管理局

深汕特别合作区


